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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国 刘太康 刘太银 刘功新 伍 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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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知古鉴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务川，隋开皇十九年(公元599年)建县，迄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这块

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伴随着物换星移、沧海桑田走到了现代文明的今天。这

里，资源丰富，人杰地灵，山川秀丽，民风淳朴，文化底蕴丰厚。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勤劳勇敢的务川各族人民
r，

为反抗剥削压迫，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建树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解放

后，全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谱写了一曲曲

高亢的时代赞歌o’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特别是自治县成立以来，乘着改革开放的东

风，历届县委、县政府始终重视发展民族经济，提高民族素质，致力于两个文明

建设o 1997年如期完成省委、省政府交给的基本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任

务，经济社会发展迈上了新的台阶，特别是公路、电力、通讯、城镇建设等基础

设施建设迈出可喜步伐。全县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实现了历史的

，跨越。

为记录过去，以史为鉴，进一步激发人民群众振兴务川、建设家乡的热情，

县委、县政府下决心集专才、拨专款把编修县志作为一项造福当代，惠及后世，

功德无量的德政工程来抓。全体编纂工作者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和严谨治史的

态度，克服时间紧、任务重、资料缺、人员少等诸多困难，斟字酌句，精益求精，

经过九修纲目，十易文稿，汇成巨著。在迈向新世纪之际，新编《务川仡佬族苗

族自治县志》这部百余万字的恢宏史卷终于付梓问世。对此，我们向迎难而

上、勤奋笔耕的修志工作者表示崇高的敬意，向关心支持修志工作的各级各部

乙q
一1一



门、方志界专家学者表示诚挚的感谢o

为官一任，当造福一方。要富民富县，须鉴古察今，新编《务川自治县志》

忠实地记载和反映了务川的历史，全面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必将惠及当代，传诸后世。它是务川置县以来第一部系

统、全面、完整的综合性工具书，融百家之说，成一家之言，汇集精华，体例得

当，文风朴实庄重，行文严谨简洁；它“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

无”，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学术价值。《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志》不仅为今人

和后人认识县情，研究务川提供可靠的依据，也将为外界认识务川，了解务川

架设友谊桥梁；不仅是振兴务川，造福务川的《资治通鉴》，而且是一部激励人

民群众奋发图强，建设家乡的乡土教材。古今兴衰成败，集于一书，展卷可得。

新编《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志》是社会主义盛世的产物，精神文明建设的硕

果，集体智慧的结晶。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读史使人明智。希望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认

真研读县志，增长知识，开阔视野，励精图治，为建设务川美好的明天而奋斗!

一2一

中共务川自治县委书记赵命容

务川自治县人民政府县长姚天培

二ooo年十二月JI■■o⋯～ 』～ ，一‘ ●'■_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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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古A．．-X-：“国有史，邑有乘。史以载天下之治乱而维政统；乘以纪一邑之美

恶而正人心。邑之乘，即国之史。国既不可无史，而邑讵可无乘哉!”

务川素称“黔南古邑”，开化较早，文化发达。然而，岁月漫长，县治两次迁

徙，疆域时分时合，辖地时窄时宽。因方志失修，历史事件，名人盛事，文物古

迹，多淹没于历史长河。据传宋代修有《思州图经》，明代万历四十年(1612

年)知县封尚瑞修有《婺川县志》，惜今无一纸可稽。现可考者，有明嘉靖

《思南府志》，清道光《思南府续志》，清末《都濡备乘》，民国《务川备志》。

而这些《志》、《乘》，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殊难囊括一方，熔铸百科，贯通

古今，综述县情。

盛世修志，乃我国优良传统。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把新

编地方志的工作，提到议事日程。1981年8月1日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全

国修志工作遂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各地新编地方志先后出版。务川各界人士

渴望有一部能贯通古今，发挥“资政、教育、存史”的务川新编县志早日问世。

1985年，县人民政府组织建立务卅县志编纂委员会，开展地方志的编修

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工作进展缓慢o 1998年，县委、县政府重新组建了四

家班子主要领导参加的县志编纂委员会和以离退休老同志为主体的写作班

子，又各部门密切配合，众手修志。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由于省、市地方志编委

会的精心指导，编辑人员的迎难而上，艰苦不懈，克服了历史长、事件多、资料

匮乏、文献记载简缺等诸多困难，沥血呕心，焚膏继晷，不舍昼夜；查阅档案，遍

访地方耆老口碑，旁征博引，披沙拣金，撮精取要；九修纲目，十易文稿，终成百

余万言之宏篇。 ，，‘

新编《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志》，以述、记、志、传、图、表i录等体例，全面

记述了务川的历史和现状，尤其详细记述了建国后的光辉历程，全书体例完

f，，， 一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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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分类科学，内容全面，纲目显豁，纵不断线，横不缺项。使务川历史面貌得

以再现，史信有证，足可激励今人，昭示来者。根深则叶茂，源远则流长。追根

溯源，有助于知叶茂，晓流长。

《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志》的纂成，是务川历史上一件盛事。志书问世，

实现了全县人民以及务川旅外人士多年的夙愿。志书问世，是务川精神文明

建设的重大硕果。《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志》是地方性的百科全书，将对务

川今后两个文明建设，发挥巨大作用。

一2一

务川自治县人大常务委员会主任王兴周

政协务川自治县委员会主席 田景荣

二ooo年十二月



尼 例

一、本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力求客观地、真实地、全面地反映

务川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力争做到资料性、科学性、思想性的统一。

二、务川县名数次变化，县治也曾易其地，为省略起见，除在第一篇阐明“务川”、“婺

川”、“务川”县名的变化及引用原文外，其他章节一律使用“务川”。“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

县”。一般简称“务川自治县”、“自治县”、“全县”或“县”。

三、本志是务川建县1400年来第一部县志，上限不限，下限至1996年；大事记及个别

资料延至1998年，人名录延至2000年。

四、本志所称“解放前”和“解放后”，系指1950年2月20日务川解放之前和之后。

五、本志遵循生人不立传的原则，立传人物是已故的对社会对国家或在务川有重要贡

献或有重大影响的务川籍人士及客籍人士，其中收录了极少数反面人物。人物以出生年

代先后为序。对有重大贡献的在世人物，采取以事系人的办法，在相关章节记载。

六、计量单位：解放前的，沿用历史计量单位；解放后的，除内容需要外，原则上使用法

定计量单位。1955年3月1日以前流通的旧人民币币值，一律折算为新人民币币值。

七、数据：解放前的，使用历史资料记载的数据；解放后的，以统计部门的数据为准，统

计部门缺乏的，则使用有关部门的数据。土地面积数据，有统计局长期使用的“习惯亩”

(土地改革时的统计数据)，另有县农业区划办和县国土局的测量面积，测量面积与“习惯

亩”悬殊很大，且三个数据无法统一，只能分别使用。

八、民国25年(1936年)，后坪县治迁至茅天口并更名为新后坪(今属务川)；民国30

年，后坪撤县后，原辖地域一部划归务川，一部划归沿河，因此，本志将原后坪县的重要史

料予以记载。

九、地名人名：地名除历史地名括注现地名外，均用现地名(以各级人民政府批准的地

名为准)。人名。一般直书姓名；需用当时职务者，职务列于姓名之前；一律不称官衔或同

志、先生、女士等。

十、本志资料来源于档案、史志、文献、口碑和县直部门提供的志稿资料，经考证鉴别

后，方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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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行政区划⋯⋯⋯⋯⋯⋯⋯⋯⋯⋯⋯⋯⋯⋯⋯⋯⋯⋯⋯⋯⋯⋯⋯⋯⋯⋯⋯

第一节清及清代以前⋯⋯⋯⋯⋯⋯⋯⋯⋯⋯⋯⋯⋯⋯⋯⋯⋯⋯⋯⋯⋯⋯⋯⋯

第二节中华民国时期⋯⋯⋯⋯⋯⋯⋯⋯⋯⋯⋯⋯⋯⋯⋯⋯⋯⋯⋯⋯⋯⋯⋯一·

第三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

第三章乡(镇)⋯⋯⋯⋯⋯⋯⋯⋯⋯⋯⋯⋯⋯⋯⋯⋯⋯⋯⋯⋯⋯⋯⋯⋯⋯⋯⋯⋯

第一节都濡镇⋯⋯⋯⋯⋯⋯⋯⋯⋯⋯⋯⋯⋯⋯⋯⋯⋯⋯⋯⋯⋯⋯⋯⋯⋯⋯⋯

第二节丰乐镇⋯⋯⋯⋯⋯⋯⋯⋯⋯⋯⋯⋯⋯⋯⋯⋯⋯⋯⋯⋯⋯⋯⋯⋯⋯⋯⋯

第三节黄都镇⋯⋯⋯⋯⋯⋯⋯⋯⋯⋯⋯⋯⋯⋯⋯⋯⋯⋯⋯⋯⋯⋯⋯⋯⋯⋯⋯

第四节涪洋镇⋯⋯⋯⋯⋯⋯⋯⋯⋯⋯⋯⋯⋯⋯⋯⋯⋯⋯⋯⋯⋯⋯⋯⋯⋯⋯⋯

第五节镇南镇⋯⋯⋯⋯⋯⋯⋯⋯⋯⋯⋯⋯⋯⋯⋯⋯⋯⋯⋯⋯⋯⋯⋯⋯⋯⋯⋯

第六节砚山镇⋯⋯⋯⋯⋯⋯⋯⋯⋯⋯⋯⋯⋯⋯⋯⋯⋯⋯⋯⋯⋯⋯⋯⋯⋯⋯⋯

第七节浞水镇⋯⋯⋯⋯⋯⋯⋯⋯⋯⋯⋯⋯⋯⋯⋯⋯⋯⋯⋯⋯⋯⋯⋯⋯⋯⋯⋯

第八节茅天镇⋯⋯⋯⋯⋯⋯⋯⋯⋯⋯⋯⋯⋯⋯⋯⋯⋯⋯⋯⋯⋯⋯⋯⋯⋯⋯⋯

第九节柏村镇⋯⋯⋯⋯⋯⋯⋯⋯⋯⋯⋯⋯⋯⋯⋯⋯⋯⋯⋯⋯⋯⋯⋯⋯⋯⋯⋯

第十节大坪镇⋯⋯⋯⋯⋯⋯⋯⋯⋯⋯⋯⋯⋯⋯⋯⋯⋯⋯⋯⋯⋯⋯⋯⋯⋯⋯⋯

第十一节

第十二节

第十三节

第十四节

第十五节

泥高乡

分水乡

蕉坝乡

红丝乡

石朝乡

第二篇自然地理

第一章地质⋯⋯⋯⋯⋯⋯⋯⋯⋯⋯⋯⋯⋯⋯⋯⋯⋯⋯⋯⋯⋯⋯⋯⋯⋯⋯⋯⋯⋯(93)

第一节地层⋯⋯⋯⋯⋯⋯⋯⋯⋯⋯⋯⋯⋯⋯⋯⋯⋯⋯⋯⋯⋯⋯⋯⋯⋯⋯⋯⋯(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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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地质构造⋯⋯⋯⋯⋯⋯⋯⋯⋯⋯⋯⋯⋯⋯⋯⋯⋯⋯⋯⋯⋯⋯⋯⋯⋯⋯(96)

第二章地貌⋯⋯⋯⋯⋯⋯⋯⋯⋯⋯⋯⋯⋯⋯⋯⋯⋯⋯⋯⋯⋯⋯⋯⋯⋯⋯⋯⋯⋯(97)

第一节地貌特征⋯⋯⋯⋯⋯⋯⋯⋯⋯⋯⋯⋯⋯⋯⋯⋯⋯⋯⋯⋯⋯⋯⋯⋯⋯⋯(97)

第二节地貌类型⋯⋯⋯⋯⋯⋯⋯⋯⋯⋯⋯⋯⋯⋯⋯⋯⋯⋯⋯⋯⋯⋯⋯⋯⋯⋯(100)

第三节地貌分区⋯⋯⋯⋯⋯⋯⋯⋯⋯⋯⋯⋯⋯⋯⋯⋯⋯⋯⋯⋯⋯·．．．⋯⋯⋯··(102)

第三章气候⋯⋯⋯⋯⋯⋯⋯⋯⋯⋯⋯⋯⋯⋯⋯⋯⋯⋯⋯⋯⋯⋯⋯⋯⋯⋯⋯⋯⋯(103)

第一节气候要素⋯⋯⋯⋯⋯⋯⋯⋯⋯⋯⋯⋯⋯⋯⋯⋯⋯⋯⋯⋯⋯⋯⋯⋯⋯⋯(103)

第二节灾害性天气⋯⋯⋯⋯⋯⋯⋯⋯⋯⋯⋯⋯⋯⋯⋯⋯⋯⋯⋯⋯⋯⋯⋯⋯⋯(109)

第四章水文⋯⋯⋯⋯⋯⋯⋯⋯⋯⋯⋯⋯⋯⋯⋯⋯⋯⋯⋯⋯⋯⋯⋯⋯⋯⋯⋯⋯⋯(112)

第一节地表水⋯⋯⋯⋯⋯·’⋯⋯⋯⋯⋯⋯⋯⋯⋯⋯⋯⋯⋯⋯⋯⋯⋯⋯⋯⋯⋯··(112)

第二节地下水⋯⋯⋯⋯⋯⋯⋯⋯⋯⋯⋯⋯⋯⋯⋯⋯⋯⋯⋯⋯⋯⋯⋯⋯⋯⋯⋯(115)

第三节水能资源⋯⋯⋯⋯⋯⋯⋯⋯⋯⋯⋯⋯⋯⋯⋯⋯⋯⋯⋯⋯⋯⋯⋯⋯⋯⋯(116)

第五章土壤⋯⋯⋯⋯⋯⋯⋯⋯⋯⋯⋯⋯⋯⋯⋯⋯⋯⋯⋯⋯⋯⋯⋯⋯⋯⋯⋯⋯⋯(117)

第一节土壤类型⋯⋯⋯⋯⋯⋯⋯⋯⋯⋯⋯⋯⋯⋯⋯⋯⋯⋯⋯⋯⋯⋯⋯⋯⋯⋯(117)

第二节土壤分布及质地⋯⋯⋯⋯⋯⋯⋯⋯⋯⋯⋯⋯⋯⋯⋯⋯⋯⋯⋯⋯⋯⋯⋯(120)

第三节土壤普查⋯⋯⋯⋯⋯⋯⋯⋯⋯⋯⋯⋯⋯⋯⋯⋯⋯⋯⋯⋯⋯⋯⋯⋯⋯⋯(123)

第六章自然资源⋯⋯⋯⋯⋯⋯⋯⋯⋯⋯⋯⋯⋯⋯⋯⋯⋯⋯⋯⋯⋯⋯⋯⋯⋯⋯⋯(127)

第一节土地⋯⋯⋯⋯⋯⋯⋯⋯⋯⋯⋯⋯⋯⋯⋯⋯⋯⋯⋯⋯⋯⋯⋯⋯⋯⋯⋯⋯(127)

第二节植物⋯⋯⋯⋯⋯⋯⋯⋯⋯⋯⋯⋯⋯⋯⋯⋯⋯⋯⋯⋯⋯⋯⋯⋯⋯⋯⋯⋯(129)

第三节动物⋯⋯⋯⋯⋯⋯⋯⋯⋯⋯⋯⋯⋯⋯⋯⋯⋯⋯⋯⋯⋯⋯⋯⋯⋯⋯⋯⋯(130)

第四节矿藏⋯⋯⋯⋯⋯⋯⋯⋯⋯⋯⋯⋯⋯⋯⋯⋯⋯⋯⋯⋯⋯⋯⋯⋯⋯⋯⋯⋯(135)

第五节主要旅游资源⋯⋯⋯⋯⋯⋯⋯⋯⋯⋯⋯⋯⋯⋯⋯⋯⋯⋯⋯⋯⋯⋯⋯⋯(142)

第七章自然灾害⋯⋯⋯⋯⋯⋯⋯⋯⋯⋯⋯⋯⋯⋯⋯⋯⋯⋯⋯⋯⋯⋯⋯⋯⋯⋯⋯(144)

第一节旱灾⋯⋯⋯⋯⋯⋯⋯⋯⋯⋯⋯⋯⋯⋯⋯⋯⋯⋯⋯⋯⋯⋯⋯⋯⋯⋯⋯⋯(144)

第二节水灾⋯⋯⋯⋯⋯⋯⋯⋯⋯⋯⋯⋯⋯⋯⋯⋯⋯⋯⋯⋯⋯⋯⋯⋯⋯⋯⋯⋯(145)

第三节雹灾⋯⋯⋯⋯⋯⋯⋯⋯⋯⋯⋯⋯⋯⋯⋯⋯⋯⋯⋯⋯⋯⋯⋯⋯⋯⋯⋯⋯(146)

第四节其他灾害⋯⋯⋯⋯⋯⋯⋯⋯⋯⋯⋯⋯⋯⋯⋯⋯⋯⋯⋯⋯⋯⋯⋯⋯⋯⋯(148)

第三篇人 口

第一章人口变化及其分布⋯⋯⋯⋯⋯⋯⋯⋯⋯⋯⋯⋯⋯⋯⋯⋯⋯⋯⋯⋯⋯⋯⋯

第一节人口变化⋯⋯⋯⋯⋯⋯⋯⋯⋯⋯⋯⋯”⋯⋯⋯⋯⋯⋯⋯⋯⋯⋯⋯⋯⋯‘

第二节人口分布⋯⋯⋯⋯⋯⋯⋯⋯⋯⋯⋯⋯⋯⋯⋯⋯⋯⋯⋯⋯⋯⋯⋯⋯⋯⋯

第二章人口结构⋯⋯⋯⋯⋯⋯⋯⋯⋯⋯⋯⋯⋯⋯⋯⋯⋯⋯⋯⋯⋯⋯⋯⋯⋯⋯⋯

第一节性别、年龄结构⋯⋯⋯⋯⋯⋯⋯⋯⋯⋯⋯⋯⋯⋯⋯⋯⋯⋯⋯⋯⋯⋯⋯

第二节民族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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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156)

(161)



目 录

第三节行业、职业结构⋯⋯⋯⋯⋯⋯⋯⋯⋯⋯⋯⋯⋯⋯⋯⋯⋯⋯⋯⋯⋯⋯⋯

第四节文化结构⋯⋯⋯⋯⋯⋯⋯⋯⋯⋯⋯⋯⋯⋯⋯⋯⋯⋯⋯⋯⋯⋯⋯⋯⋯⋯

第五节姓氏⋯⋯⋯⋯⋯⋯⋯⋯⋯⋯⋯⋯⋯⋯⋯⋯⋯⋯⋯⋯⋯⋯⋯⋯⋯⋯⋯⋯

第三章人口控制⋯⋯⋯⋯⋯⋯⋯⋯⋯⋯⋯⋯⋯⋯⋯⋯⋯⋯⋯⋯⋯⋯⋯⋯⋯⋯⋯

第一节计划生育⋯⋯⋯⋯⋯⋯⋯⋯⋯⋯⋯⋯⋯⋯⋯⋯⋯⋯⋯⋯⋯⋯⋯⋯⋯⋯

第二节政策措施⋯⋯⋯⋯⋯⋯⋯⋯⋯⋯⋯⋯⋯⋯⋯⋯⋯⋯⋯⋯⋯⋯⋯⋯⋯⋯

第三节服务与管理⋯⋯⋯⋯⋯⋯⋯⋯⋯⋯⋯⋯⋯⋯⋯⋯⋯⋯⋯⋯⋯⋯⋯⋯⋯

(161)

(165)

(167)

(171)

(171)

(175)

(177)

第四篇民 族
‘

第一章族源、族称及民族分布⋯⋯⋯⋯⋯⋯⋯⋯⋯⋯⋯⋯⋯⋯⋯⋯⋯⋯⋯⋯⋯(179)

第一节族源’族称⋯⋯⋯⋯⋯⋯⋯⋯⋯⋯⋯⋯⋯⋯⋯⋯⋯⋯⋯⋯⋯⋯⋯⋯⋯(179)

第二节民族分布⋯⋯⋯⋯⋯⋯⋯⋯⋯_⋯⋯⋯⋯⋯⋯⋯⋯⋯⋯⋯⋯⋯⋯⋯⋯(181)

第二章民族习俗⋯⋯⋯⋯⋯⋯⋯⋯⋯⋯⋯⋯⋯⋯⋯⋯⋯⋯⋯⋯⋯⋯⋯⋯⋯⋯⋯(184)

第一节仡佬族⋯⋯⋯⋯⋯⋯⋯⋯⋯⋯⋯⋯⋯⋯⋯⋯⋯⋯⋯⋯⋯⋯⋯⋯⋯⋯⋯(184)

第二节苗族⋯⋯⋯⋯⋯⋯⋯⋯⋯⋯⋯⋯⋯⋯⋯⋯⋯⋯⋯⋯⋯⋯⋯⋯⋯⋯⋯⋯(185)

第三节土家族⋯⋯⋯⋯⋯⋯⋯⋯⋯⋯⋯⋯⋯⋯⋯⋯⋯⋯⋯⋯⋯⋯⋯⋯⋯⋯⋯(187)

第三章民族工作⋯⋯⋯⋯⋯⋯⋯⋯⋯⋯⋯⋯⋯⋯⋯⋯⋯⋯⋯⋯⋯⋯⋯⋯⋯⋯⋯(188)

第一节机构⋯⋯⋯⋯⋯⋯⋯⋯⋯⋯⋯⋯⋯⋯⋯⋯⋯⋯⋯⋯⋯⋯⋯⋯⋯⋯⋯⋯(188)

第二节民族识别⋯⋯⋯⋯⋯⋯⋯⋯⋯⋯⋯⋯⋯⋯⋯⋯⋯⋯⋯⋯⋯⋯⋯⋯⋯⋯(188)

第三节民族区域自治⋯⋯⋯⋯⋯⋯⋯⋯⋯⋯⋯⋯⋯⋯⋯⋯⋯⋯⋯⋯⋯⋯⋯⋯(191)

第四节民族干部⋯⋯⋯⋯⋯⋯⋯⋯⋯⋯⋯⋯⋯⋯⋯⋯⋯⋯⋯⋯⋯⋯⋯⋯⋯⋯(193)

第五节民族经费⋯⋯⋯⋯⋯⋯⋯⋯⋯⋯⋯⋯⋯⋯⋯⋯⋯⋯⋯⋯⋯⋯⋯⋯⋯⋯(194)

第五篇经济综合管理

第一章经济综述⋯⋯⋯⋯⋯⋯⋯⋯⋯⋯⋯⋯⋯⋯⋯⋯⋯⋯⋯⋯⋯⋯⋯⋯⋯⋯⋯(196)

第一节经济发展⋯⋯⋯⋯⋯⋯⋯⋯⋯⋯⋯⋯⋯⋯⋯⋯⋯⋯⋯⋯⋯⋯⋯⋯⋯⋯(196)

第二节经济结构⋯⋯⋯⋯⋯⋯⋯⋯⋯⋯⋯⋯⋯⋯⋯⋯⋯⋯⋯⋯⋯⋯⋯⋯⋯⋯(202)

第三节建设投资⋯⋯⋯⋯⋯⋯⋯⋯⋯⋯⋯⋯⋯⋯⋯⋯⋯⋯⋯⋯⋯⋯⋯⋯⋯⋯(207)

第四节经济效益⋯⋯⋯⋯⋯⋯⋯⋯⋯⋯⋯⋯⋯⋯⋯⋯⋯⋯⋯⋯⋯⋯⋯⋯⋯⋯(209)

．第五节国民收入分配⋯⋯⋯⋯⋯⋯⋯⋯⋯⋯⋯⋯⋯⋯⋯⋯⋯⋯⋯⋯⋯⋯⋯⋯(212)

第二章经济管理⋯⋯⋯⋯⋯⋯⋯⋯⋯⋯⋯⋯⋯⋯⋯⋯⋯⋯⋯⋯⋯⋯⋯⋯⋯⋯⋯(214)

第一节计划管理⋯⋯⋯⋯⋯⋯⋯⋯⋯⋯⋯⋯⋯⋯⋯⋯⋯⋯⋯⋯⋯⋯⋯⋯⋯⋯(214)

第二节统计管理⋯⋯⋯⋯⋯⋯⋯⋯⋯⋯⋯⋯⋯：⋯⋯⋯⋯⋯⋯⋯⋯⋯⋯⋯⋯一(216)

第三节审计监督⋯⋯⋯⋯⋯⋯⋯⋯⋯⋯⋯⋯⋯“⋯⋯⋯⋯⋯⋯⋯⋯⋯⋯⋯⋯。(219)

第四节土地管理⋯⋯⋯⋯⋯⋯⋯⋯⋯⋯⋯⋯一⋯⋯⋯⋯⋯⋯⋯⋯⋯⋯⋯⋯⋯。(224)

’](≯：
L ／／

一3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